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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是武隆大地一段
难忘的红色岁月，由中共川东特委领导的
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从涪陵罗云开拔到
仙女山，在双河、木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
地，发动带领贫苦农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
土地革命斗争，在沉沉的黑暗中“闹”红了
一片天地。其后又转战到武隆、丰都、彭
水三县交界处的后坪坝，继续开展土地革
命斗争，并成立了武隆地区第一个红色政
权---后坪坝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土地
革命的成果，又一次次粉碎了国民党民团
武装的追杀围剿。1935 年 1 月，参加中央
红军长征湘江阻击战的一支失散部队，为
了到贵州寻找红军主力，在长途跋涉中途
经浩口仡佬族山乡，在芙蓉江老场渡口的
村子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至今被
人们深深铭记。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6 周
年，谨将流传在武隆大地的红军故事敬献
给广大读者，诚望人们牢记武隆曾经经历
的那段难忘的红色岁月。

红军游击队“闹”红双河坝
1930 年 4 月 8 日，二路红军游击队离

开涪陵罗云坝后，经丰都厢坝抵达仙女山
上的双河坝，立即与当地地下党员陈茂盛
组织领导的“同心社”（“农民土地社”）取
得联系，驻扎于荞子溪上面的梅子坳。

4 月 10 日，二路红军游击队在双河场
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随即派出了几支
宣传队伍，到荞子溪、木根铺、梅子坳、坨
田的赶场大路上和深入农户院坝中，书写
了有关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向
一户户农民散发油印的传单。同时还在
一些居住人口多的院坝张贴《安民告示》
和《土地革命大纲》，讲明红军的政策、纪
律。同时又编排了一些生动形象的文艺
节目，在木根铺场上和烂坝子、坨田院子
等地进行演出，传播革命思想，激发当地
群众推倒黑暗势力、打倒地方恶霸翻身当
主人的革命热情。经过四、五天时间的宣
传发动，当地有 30 多名青壮年纷纷要求
参加红军，让二路红军游击队的队伍迅速
壮大起来。

接着红军游击队又广泛发动劳苦群
众开始清算土豪劣绅的剥削账，斗争罪大
恶极的地主恶霸，实行减租退押分田分
地，一时间令地主绅粮惶恐不已。家住坨
田的大地主黄映辉在家坐卧不宁，便趁着
黑夜偷偷下山跑到涪陵县政府告状，诉说
红军游击队和农民协会要革他们的命，让
他们没有了活路，请求县政府派兵上山清
剿红军游击队。

二路红军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
制定的土地大纲实现群众的一切需求，筹
建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赤卫队，镇压当地
恶霸豪绅地主，焚毁他们保存的债务契
约，取消一切捐卡，废除所苛捐杂税。4月
中旬，仙女山游击区内第一个农民协会
——烂坝子农民协会宣告成立，有会员
100 多人，大多为原来的“土地会”会员。
在成立农民协会同时，红军游击队前敌委
又抓了农民赤卫队的组建工作。

农民赤卫队在成立之后的一个多月
时间里，在红军前敌委的指挥下，配合红
军游击队开展反“围剿”作战，曾几次抓获
王焕亭、罗辛岩、黄文德等地主悄悄到涪
陵、白涛去串通官府的行动，对他们进行
了批斗。在负责各交通要道站岗放哨中，
农民赤卫队忠于职守，不怕昼夜寒冷，几
次发现前来偷袭或围剿红军游击队的敌
人，及时进行汇报，为红军反偷袭反围剿
取得胜利立下功劳。

烂坝子农民协会在红军游击队的支
持下，由会长蔡兴旭带领当地农民，冲进
烂坝子地主王焕豪和罗辛岩的家里，让他
们规规矩矩站到院坝中，然后宣读共产党
的政策和《土地革命》纲领，要求他们一切
要听农民协会的话，然后打开了他们家粮
仓撮出包谷、豆子，除一部分交给游击队
作给养外，大多数当场分给生活困难的一
些贫苦农户度过春荒。

5 月初，坨田农民协会在坨田院子的
坝子上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了共
产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农民赤卫
队将当地民愤极大的黄映辉、黄善均几
个地主老财捉到会场斗争，由以前受他
们剥削和欺压的农户开展诉苦诉冤，列
出一件件作恶的事进行揭发，激发了群
众对这些人的无比仇恨，迫使他们向受
苦受冤的群众低头认罪。梅子坳农民协
会也召开大会，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在村
里横行霸道、民愤极大的地主黄熊氏，让
她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烧毁了她家的
地契和佃户欠款账单，还把家里的粮食
分给了缺粮的农户。

红军谈判代表夜过五里滩
二路红军游击队来到武隆仙女山后，

闹得国民党地方政府和民团日夜不安。
当时，驻扎在羊角碛街上的国民党清乡团

长周矮子，想方设法要消灭红军游击队。
周矮子经过绞尽脑汁思考后想出一

条毒计来，便派人给红军游击队送去一封
信，说他愿意与二路红军联合，特地请二
路红军负责人到羊角碛来谈判。红军游
击队的领导早知道周矮子是个狡猾多端
的军阀，但是为了争取他支持革命，经过
商量之后，还是决定派三个胆大心细、武
艺高强的干部作代表，从木根铺下山渡过
乌江来到羊角碛。

周矮子见到红军代表，假装一番热情
接待后便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却
要二路红军游击队离开烂坝子的根据地，
下山来接受他的整编。红军代表一听，很
快识破了周矮子想借整编之机消灭红军
的阴谋，当场表示不能同意，跟他顶了回
去。周矮子一开始就没有诚心和红军谈
判，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反说红军代表
没有诚意，立刻翻脸不认人，立即命令埋
伏在屋外的士兵，把三个红军代表捆了起
来，关在一间屋子里。

仙女山上的二路红军游击队，等了两
天没得到谈判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周矮子
耍阴谋扣留了红军代表，马上集合起三百
多人，开到羊角碛对岸的乌江边驻扎起
来。到了晚上，每个战士一人举一个火
把，排了几里路长，又是吹牛角，又是打冷
枪，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同时高声呼喊要
周矮子放人，并且发出警告，天一亮就打
过河去活捉他。周矮子一看那阵势，吓得
面如土色、浑身不住发抖，急忙下令把三
个谈判的红军代表放了。

红军代表摸黑来到乌江边，想找一条
渡船连夜过河去，正在他们四处找船时，
突然听到江水汹涌起来，发出“哗哗”的震
天巨响。他们一看，江心中的水流正在往
两边分开，顷刻间，就在五里滩上让出一
条大路来，三个红军知道这是天神在保
佑，很快就跑过江去。

周矮子派去送红军代表的几个勤务
兵，看到奔腾的乌江神奇让出水道那一
幕，顿时吓得瞠目结舌，脸都翻青了。回
去向周矮子禀报后，周矮子也吓得双腿直
打抖，在床上躺了两天才爬起来。他内心
明白，红军有天神保护，不是好惹的。从
此，再也不敢与红军游击队作对了。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春风草
1930 年春天，四川省二路红军游击队

在涪陵罗云坝来到双河坝后，时间不到半
个月就在这穷乡僻壤闹红了天。涪陵城
的国民党反动派和附近白涛镇的地方土
豪劣绅，对二路红军游击队产生了刻骨仇
恨，天天如坐针毡。不久他们就组织了涪
陵、白涛的民团武装偷偷上山来对红军游
击队发动了围剿。敌人经过几次明火执
仗的进攻，不但没抓到一个红军，反而连
连吃了败仗，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趁着
黑夜的掩护，于黎明后悄悄地上山对红军
游击队进行偷袭。

4 月初的一天，红军游击队的宣传队
在双河坝坨田大地主黄银辉的院子里演
戏，向农民宣传革命的真理。上午太阳
才升一竹竿高，从沱田逃亡到涪陵的恶
霸地主黄银辉就勾结白涛区民团队长，
带领一百多人悄悄摸上山来偷袭红军。
敌人走到木根铺铁炉坝一个山垭口时，
被在山头上放哨的农民赤卫队员发现
了。他们一边鸣枪射击，一边向红军指
挥部报告，红军游击队马上组织人马奔
赴铁炉坝，朝着敌人冲锋过去。敌人搞
不清楚红军的兵力情况，相互打了一阵
后，慌忙退下山去。

中午快到了，红军宣传队炊事员许少
虞发现自己的菜刀在刚才紧急出动时还
在坨田院子的厨房里，于是赶忙转回去把
菜刀找回来。小许哪里知道，第二次又上
山来偷袭的敌人早已经包围了院子，他刚
刚跑进厨房，便被敌人堵在屋子里，高声
喊着要“捉活的”。

身处重围的小许此时表现得十分冷
静。他从小出生在涪陵罗云一个贫穷的
农民家庭，吃过人间的千种苦难，是红军
游击队拯救了他，让他懂得了革命的道
理，找到人生的方向。面对敌人的包围他
临危不惧，马上一手握着马刀，一手举起
菜刀，想奋力勇敢地冲出院子。围在门边
的敌人见此情景，一个个都不敢上前。小
炊事员见此情况趁机冲向敌人开始左拼
右砍，一连杀伤了四五个团丁。民团头目
眼看不能生俘他，只好命令向杀红了眼的
小红军开枪。等红军大部队赶来击退敌
人时，小许已被砍下头颅躺在血泊之中。

许少虞牺牲之后，红军游击队和农民
赤卫队为这位英勇牺牲的红军炊事员召
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然后把他埋葬在坨
田院子侧边的一块高地上。

第二年春天，在埋葬烈士的山坡上，
一种原本无名的花草变了模样，叶子长得
又宽又大，茎杆变得又粗又壮，叶片中的

花瓣也由白变红。其后，满山遍野的这种
野花都变得鲜红起来，在春天的荒原上燃
烧，在丛林里山坡上喷血。当地的群众开
始都感到不解，于是纷纷传说道，莫不是
这野花是牺牲的小红军那鲜血染红的
哟。后来，大家就把这种野花取名为“春
风草”。当地老百姓还编了一曲颂扬“春
风草”花的民歌，至今仍然流传在双河一
带的乡间：

“春风草，绿茵茵，男女老少迎红军；
红军来了乌云散，穷人翻身做主人。

“春风草，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
天下穷人团结紧，打倒土豪把田分。

“春风草，尖又长，孩儿成长靠爹娘；
爹娘就是共产党，带来幸福万年长

……”
红军与后坪群众鱼水情深

1930 年 6 月上旬，二路红军游击队又
从双河、木根开拔到后坪坝，建立革命根
据地，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成
立苏维埃政府，建立红色政权。在此期
间，红军游击队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
鱼水之情。

红军游击队在后坪坝扎下营盘后，一
天中午，在中岭村火炭山放哨的一个红军
战士，忽然听到二王洞那边湾里头有阵阵
哭喊声传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他正想
去打探个究竟，突然看见一个中年人飞龙
跑马地往这边赶来，等那人走近，红军战
士就问他湾里头发生了什么事。那个人
说，赵家院子的赵二娘得了疾病，早晨肚
皮还是阴痛阴痛的，后来就越痛越厉害
了，肚皮胀得亮晶晶的，在床上翻来滚去
直喊救命。左邻右舍的人不晓得是啥子
病，只好叫他快点去鱼子坳请巫师来救
命。

红军战士听完后，想到队里有一个战
友，他参军前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
医生，平时队里战士的伤病都是他负责治
疗的。便对来人说，你不去请巫师啦，赶
快回去把病人背到后坪坝去找我们游击
队的医生。赵家的人看到请巫师的人没
去鱼子坳，都纷纷责怪他，等红军战士说
明原委后才平息下来。红军战士和乡亲
们轮流背着病人来到红军游击队总部，正
好那医生在总部值勤，领导马上安排他去
为赵二娘检查，经过诊断他得的是盲肠
炎，医生马上对病人进行了手术，处理了
伤口，服下消炎止痛的中草药。原先痛得
死去活来的赵二娘终于在红军医生治疗
下解除了痛处。

红军救人的消息很快在后坪坝上传
开了，老百姓都把红军医生称为是“神
医”。特别是赵二娘一家对红军游击队更
是感激不尽，都说红军是“故命恩人”，还
让幺儿赵兴田参加了红军，跟着游击队干
革命。

自古以来，后坪山乡水资源十分缺
乏。虽然山谷槽地有一些溪流，但只有下
雨时间长了或在雨季里，溪沟里才有大量
流水，可是一到天晴之后或冬秋旱季季
节，全都变成一条条的干枯河沟，当地老
百姓人畜饮水就变得十分困难。

二路红军游击队来到后坪坝时，正逢
文凤村春旱还没结束，不少老百姓正为人
畜饮水困难和没有水源灌溉干田而发
愁。红军才到几天时间，总部就接到十多
起因缺水发生群众纠纷需要调解处理的
报告。红军几个领导去到现场，看见不少
群众从晚上就在水井边开始排起长长轮
子等着挑水回家煮饭，连泥巴汤汤都不放
过，另一些人则是翻山越岭爬过几重坡去
水塘里担水来吃……这一系列情景很快
引起了他们的重视，觉得红军游击队来这
里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干革命，就要为
群众着想考虑问题，解决大家的吃水难。

于是游击队就安排了几个战士下到
村里去走访一些老年人，了解当地在历史
上曾有过哪些“出水洞”，或者被泥沙填埋
了的“水井”，然后与他们一起到现场去查
看具体位置。红军领导经过研究，决定选
择位于村民方便的地作为取水点，挖井找
水源。

为了挖井找水，红军游击队又专门派
了人员来到取水点，开始铲土挖泥，或用
钢钎打石建井，找出水源之后马上扩大位
置，开始以土石砌好水井。经过大家艰辛
的劳动，在半个月时间里就修好高峰槽梁
子上的两个水井。

水井修好后，基本解决了附近群众人
畜饮水的困难，村民们为了感谢红军游击
队，特在水井边竖了石碑，并找来石匠在
石碑上边刻了“红军井”三个大字，要求大
家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记住红军游击队
的恩情。

红军游击队的战士在后坪坝乡下开
展革命宣传时，讲的革命道理深得民心，
一字字一句句都说到老百姓的心窝里，他
们每到一家一户，群众都很欢迎，别的没

得，就泡好一盅盅当地出产的茶水相送。
凡是喝过老百姓家中茶水的红军干

部战士，都夸后坪这个地方真是山好水
好，出产的茶叶又香又醇又润口，喝下肚
后有一股清气穿透全身。

后坪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领导就
建议政府多多发动群众种植茶叶，作为一
种特产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群众收
入，于是各个农民协会就广泛动员群众在
自家山上种了不少本地品种的茶树。几
十年后，后坪高山茶的品质真就出了名，
还被评为以前武隆和涪陵地区的优质土
特产品，并录入了《四川省特色农产品名
录》。后坪茶农高兴地说，不是当年红军
发动大家种植茶树，哪来现在的优质高山
茶，于是不少茶农为了纪念红军，便把后
坪高山茶称为“红军茶”。

斗智斗勇粉碎敌人的围剿
后坪坝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经群众

选举，由文凤庙农民协会主任赵月明担
任主席、红军游击队敢死队队长罗吉普
为副主席。当天，就公开向群众公开了

《红军游击队十大革命纲领》：一、推翻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二、没收中国银行
和产业；三、统一中国，承认中华民族自
主权；四、推翻中国国民党军阀政权；五、
取销苛损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款；六、
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七、实行三八
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八、
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和士兵耕种；
九、改良士兵生活；十、联合世界无产阶
级和苏联。

同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政权纲领》：
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二、推
翻国民党政权。三、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四、没收地主的土地，退回佃押契约，分给
农民耕种。五、改善贫困农民的生活。
六、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起来革命。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开始行使革
命政权的职能职责，多次召开农民群众批
斗大会，组织批斗当地民愤极大的土豪劣
绅许少清、罗连山、赵守田和、黄么姑等
人，其后又由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游击队
带领群众到他们家里，没收了这些地主保
存的地契，当众烧毁了收税发票和佃押契
约，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广泛发动
农民赤卫队员和农村青年参加红军，组织
他们进行防御敌人进攻的战斗演习。另
外找了一批铁匠师傅开红炉加工制造长
矛、大刀和火药枪，解决红军游击队和农
民赤卫队的武器问题。

同年 7 月，二路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王
岳森由于受左倾思潮影响，被大力推行

“城市中心论”的极“左”路线，擅自决定撤
离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用鲜血以生命建
立起来的根据地，命令二路红军游击队向
忠县、丰都沿江地带转移。

二路红军游击队撤离后坪的第二天，
国民党桐梓区署区长、团总刘礼章便得到
消息。第三天，他就带着一百多名团防兵
到后坪来进攻苏维埃政府，追剿留下来坚
持斗争的农民赤卫队。

由赵月明、罗吉普领导的二十多名赤
卫队员，知道不是团防兵的对手，为了保
存实力尽快向杉茶方向深山密林中转移，
同时按照红军领导人撤离前的部署，想法
拖住敌人，于是在团防兵进攻后坪坝必经
的人头山下大路上，丢下一顶“博士帽
子”，还在帽子里面写上“贺龙”二字。

那天中午时分，刘礼章带着一百多
个团防兵从桐梓宫田过来向后坪匆匆行
进，在人头山下突然接到飞来兵报，在路
上拣到写有“贺龙”二字的帽子一顶。刘
礼章早就听过贺龙的传说，晓得他带领
的队伍打仗很厉害，惊悸之余，认定贺龙
援军可能在此，急忙命令团丁们就地停
止前进作休息待命。他另派出两个“探
子”前去打听情况，探明前面是否有贺龙
来的红军。等了两个小时，“探子”回来
说没发现红军的动静，刘礼章又才命令
部队前进，那知赤卫队早已赢得时间安
全转移了，刘礼章仍担忧前面真有贺龙
的队伍，再也不敢贸然前进，只好怏怏回
到桐梓场。

7 月下旬，一心想要消灭后坪坝赤卫
队的刘礼章不甘心上次在人头山下追剿
赤卫队的失败，又组织兵力向后坪杀过
来。这一次，狡猾多端的刘礼章改变了方
法，他带兵从半夜出发，从药林、中岭火炭
山摸黑赶了过来，天刚亮，刘礼章的 100
多民团人马就杀气腾腾地到了后坪坝，要
和农民赤卫队开展决战。

赵月明、罗吉普们接到情报后，认为
敌我力量悬殊，不宜与其硬拼，为了保存
实力，决定暂往丰都方向的大山丛中撤
退。他们冒着初夏的晨雾刚退到了与丰
都交界处的猫鼻梁子时，敌人的先头部队
就把山下包围起来。这道山梁陡峭险

峻。只有一条小路通到山顶，要消灭来犯
之敌比较容易。但赤卫队考虑到，如果耽
误了时间等刘匪大部队赶来就不好对付
了。

为了吓住山下敌人，延缓他们进攻的
时间，于是赤卫队员们齐动手，很快在树
林中扳下一些树枝扯了许多青草，扎了几
十个“草人”插在崖上和树丛之中，再打出
两面随风飘升的红旗，恰似一副要硬拼硬
打的架势。山下的民团透过浓雾看见山
上红旗招展，“人影”绰绰，生怕吃亏，不敢
贸然攻击。半个小时之后，刘礼章带着大
部民团赶到，依仗他们人多便开始向赤卫
队的阵地作强攻，敌人爬到半山，不见有
人开枪还击，都担心会中赤卫队的埋伏。
刘礼章于是命令团丁们以猛烈的枪炮四
处扫射，仍不见红军一点动静。此刻，他
才知道中了赤卫队的“空城计”，等队伍冲
上山梁一看，遍山都是扎的草人，赤卫队
员早已转移到远处去了。一心想消灭赤
卫队的刘礼章只得了个“空欢喜”。

后来，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嘲笑刘礼
章：“刘礼章、心眼坏，做梦都想灭红军。
带领民团去偷袭，围倒山头笑嘻嘻。赤卫
队员早转移，敌人得个空欢喜”。

浩口乡红军渡的红色传说
1935 年 1 月，原属红二方面军第三军

的一个加强团，在参加掩护中央红军长征
西进的湘江战役中，与追击而来的国民党
军开展了激烈的阻击战，他们在敌人空军
和大炮的轰击中死死地坚守阵地，经过三
天三夜的浴血奋战，原来有千余官兵的一
个团，幸存下来的不足 300 人马，并且和
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团长政委都光荣
牺牲的情况下，经过全团党员大会决定，
由一营的徐营长为代理团长。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杀，徐营长带着部
队先到老家湖北咸丰一带，分散到农村乡
下躲藏了一段时间，在他们打听到主力红
军到达贵州境内后，立即通知部队集结起
来出发去黔北寻找。这支红军从鄂西出
发，采取昼宿夜行方式前进，好不容易躲
过敌人设立的一处处关卡，终于从黔江进
入四川境内，然后趁着黑夜在彭水下塘乘
船渡过乌江，经由黄家坝上龙洋场进入润
溪乡，再下山渡过芙蓉江来到武隆境内浩
口仡佬山乡的老场村。

红军来到老场后，当地乡亲们知道他
们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为穷人打江山的
革命部队后，立即像十多年前曾经接待过
贺龙将军戊边的军队一样进行了热情欢
迎，张家三个，李家五个把红军战士接到
自己家里，拿出自家土灶烤制的苞谷酒。
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款待来自异乡的亲
人。他们知道，红军不能在此久留，还要
赶到贵州去尽早找到大部队汇合，但无论
如何也要留大家住一个晚上。徐团长和
战士们看到乡亲们盛情挽留的情景，这些
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铁打硬汉，都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

徐团长们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只好答应大家的要求。因为此地是少数
民族仡佬族、苗族和汉族群众的杂居地，
民族风俗十分浓厚，于是，部队又临时召
开了党委会和军人大会，特别强调红军的
组织纪律。希望战士们一定要尊重当地
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要时刻牢记红军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那天，红军们住在老场村，就像回到

自己的老家一样，尊敬长辈、尊重妇女，与
同龄的年轻人结为兄弟。同时在群众中
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向乡亲们介绍红军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推翻三座大山让
穷人翻身得解放的队伍，鼓励劳苦乡亲团
结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早日砸烂旧世界，
建设新中国，过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
活。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渡过芙蓉江，感谢
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徐团长亲自带着战
士们下到濒临芙蓉江边的村口处，指挥大
家在临江的山崖上，开采来许多麻枯石的
条石，修建了一个有五级石阶的渡口，又
到山坡上密林中挖来二十几棵麻柳树种
在江边。

进入黄昏后，老场的坡上坡下的几个
大院子里灯火通明。全村的男女老少聚
在一起，与红军战士围在熊熊的火塘边，
亲亲热热地拉起家常、畅叙友谊，听红军
战士讲战斗故事，向红军战士讨教革命的
真理，红军战士趁机教乡亲们唱起《送别》
和《工农军歌》等红军歌谣，军民之间的活
动一直延续到深夜。

第二天黎明，徐团长和战士们挨家挨
户向乡亲一一道别，希望乡亲们耐心等
待，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定能战胜千难万
险，消灭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
府解放全中国。当红日凌空的时候，徐团
长带着战士们踏上征程，离老场、出花溪、
上蓼垭（如今浩口乡场），过贵州洛龙，直
奔遵义而去。

传颂在武隆大地的红军故事传颂在武隆大地的红军故事
杨友仁


